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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林地、草地制度改革。

3、建立健全保障体制

强 化 组 织 保 障 ， 聚 焦 “ 1 + 1 0 + 3 ” 重 点 产 业 ， 健 全

“六个一”推进机制，抓实种业、设施、农产品加工、

冷 链 物 流 、 “ 农 业 + 旅 游 ” 、 数 字 农 业 “ 六 项 重 点 工

作”，发挥工作专班机制效能，发挥工作专班的最大效

能。强化规划引领，加快做好高原生态农业强省建设的

专项规划，出台推进高原生态农业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

及行动方案。强化部门联动，健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，

厘清责任边界。强化要素集聚、服务集成、技术推广等

平台功能，落实产业发展用地保障政策，提升服务能力

和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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